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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強 靈子

重連海絲古韻
啟航生命價值探索之旅

加快建設河套合作區 
強化深港發展動能

「 讀 萬 卷 書 ， 行 萬 里
路 」 ， 此 古 訓 不 僅 承 載 著
中華兒女對知識之渴望與追
求，更深刻地揭示了人類探
索未知、連結世界之永恆動
力。在古代，沿海之先民們
牽星過洋，勇敢地駛向未知

之海洋，彼等不僅開闢了海上絲綢之路，更
在無意間編織了一張跨越時空之文化交流網
絡。

馬爾代夫與斯里蘭卡，此二者乃印度洋
上之璀璨明珠，猶如兩顆鑲嵌於碧波之上之
寶石，正是此文化交流網絡中不可或缺之節
點，其與泉州之歷史聯繫，值得我們深入發
掘。古代錫蘭王子後裔定居泉州之故事，至
今仍於泉州民間流傳。

此番馬爾代夫媒體訪問團蒞臨泉州，
非僅一次簡單之文化交流，實為對古代海上
絲綢之路輝煌歷史之重溫與致敬。泉州，作
為海上絲綢之路之重要起點，見證了無數船
隻之起航與歸航，亦見證了東西方文化之碰
撞與融合。於安踏總部之現代工業殿堂中，
我們領略了晉江經濟發展之蓬勃生機，此乃
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繁榮昌盛之現代延續；而
步入泉州海外交通歷史博物館與清淨寺，則
彷彿穿越時空，重回海上絲綢之路繁盛之時
代，親身體驗古時之繁華與多元文化之交
融。

馬爾代夫之魅力，遠非今日之藍天碧
海與美麗風光所能盡述。作為印度洋之門

戶，它自古以來便是東西方文化交流之重要
節點。汪大淵之《島夷志略》中，對馬爾代
夫等印度洋沿岸港口之詳盡記述，為我們勾
勒出一幅古代海上絲綢之路之壯麗圖景，展
現了古代航海家之勇氣與智慧。此外，白圖
泰、鄭和等歷史名人亦曾踏足馬爾代夫，為
這片土地增添了無盡之文化底蘊與歷史厚重
感。彼等之航行，不僅促進了商品之流通與
貿易之發展，更為重要者，乃帶來了文化之
交流與碰撞，推動了人類文明之進步與發
展。

如今，馬爾代夫與斯里蘭卡再次與泉州
重新聯繫，此舉不僅象徵著對古代海上絲綢
之路歷史聯繫之再續，更彰顯了全球化背景
下文化交流與合作之重要性。

在全球化之今日，各國之間之聯繫日益
緊密，文化交流與合作已成為推動世界發展
之重要力量。透過重連海絲古韻，我們得以
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之間之共性與差異，增
進相互之理解和尊重，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
同體。

面對馬爾代夫這片藍天碧水，不禁遐想
連篇，古人之壯志豪情、萬里航行之艱辛與
榮耀，彷彿穿越時空而至，觸手可及。轉瞬
之間，思緒紛飛，山河依舊而季節已悄然更
迭至秋。此番經歷，不僅是對外在世界之探
索，更是對內心世界之深刻觸動。閱山海、
觀天地，我們於萬千眾生中尋見自我之所
在，人生之廣度與深度於此得以拓展，頓悟
之境油然而生。

在 《 河 套 深 港 科 技
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
規劃》（簡稱﹕「河套規
劃」）發佈一週年之際，河
套深圳園區舉行集中揭牌儀
式，3家國際科技創新機構
正式落戶河套深圳園區，這

不僅標誌著深圳園區在科技創新方面邁出
了堅實的一步，亦顯示出「河套規劃」中
提出的「成為世界級的科研樞紐」目標，
正逐步落實。惟筆者認為，河套香港園區
需要加快落實各項發展規劃，形成河套港
園區、深圳園區，以及北部都會區聯動發
展的勢頭，推動香港本地高質量發展的同
時，激活香港和深圳作為大灣區發展核心
引擎的整體功能，為香港和大灣區的高質
量發展注入新活力。

須知道，「河套規劃」建設深港科
技創新合作區，是中央推動粵港澳大灣區
向高質量發展，並形成大規模新質生產力
的重要部署，冀望香港和深圳能發揮「一
國兩制」、「一區兩園」、「跨小河開先
河」的獨特優勢，掃除過去制約科創協同

發展的藩籬，以達到激活深港創科產業，
帶動大灣區整體高質量發展的目標。

在「河套規劃」發佈後，深圳園區馬
上著手研究、制定和落實各項發展規劃，
先後落地實施了「雙15」稅收優惠政策、
科研機構跨境調撥科研資金「科匯通」試
點、深港跨境知識產權證券化項目等，目
前河套深圳園區已建成13個專業園區、聚
集了眾多國家科研平台分支機構，十多家
中試平台亦在今年6月集中授牌。

反觀河套香港園區，只在今年4月與
全球各地9個經濟體、約60家企業及科研機
構、院校簽署合作備忘錄，顯示出香港在
落實河套園區發展規劃方面似有落後於深
圳園區的態勢。因此港府須急起直追，加
快研判和落實河套規劃的各項發展計劃，
努力將河套區打造成為大灣區內政策與制
度創新的試驗田，科技與創新技術研發的
熱點區域，通過引入世界級的產學研平台
及具有國際競爭力創科企業，發揮出香港
和深圳作為大灣區內中心城市、核心引擎
作用，為建設世界一流大灣區注入源源不
斷的動力。

蘇良進

酒文化漫談
每 逢 節 日 ， 家 裡 來 了

客人，一般待客禮儀是先上
茶，午飯的時候必然以酒相
待。朋友、老同學聚餐必然
也要喝點酒，有些經商的工
作應酬，還有生日宴、婚宴
和各種答謝宴等等，都需要

以酒相待。酒如同人民幣的親兄弟深入到生
活的方方面面。生活中，相信也有很多人和
我一樣，對酒有著濃厚的感情。

中國酒文化博大精深、歷史悠久、源
遠流長。釀酒最早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原始部
落時期。那時候人們把摘回來的水果放在石
器裡，時間長了發酵，流出來的果汁感覺比
較好喝，當然這是一種說法。另外一種說法
是，古時候，人們儲存糧食時間久了，下雨
天腐爛發酵，流出的液體香氣撲鼻，無意中
釀出白酒。

後來酒逐漸走上餐桌，成為人們飲食
和交往中的一部分，邊飲酒邊吃菜、飯前喝
酒成為待客的禮儀之一。酒的出現，隨之而
來的是酒具的的產生和發展，酒具種類繁
多、材質數種，形狀和名稱也有多種。光名
稱就有樽、壺、杯、盞、觴與斗等之稱，當
然器型不同，用途也有所區別。自從酒走上
餐桌，就成為宴請他人的重要飲品，酒也成
為生活乃至人生的重要必需品。飲酒之後，
人生百態盡出。有人在酒桌上做交易、談買
賣；有人用酒拉關係、辦事、答謝他人；還
有人人生失意，借酒澆愁等等。

描寫酒的古詩詞佳句比比皆是，文章中
寫酒的也有許多，酒在中國古文化中佔據著
燦爛輝煌的篇章。曹操寫酒的詩句「對酒當
歌，人生幾何？」大詩人李白寫酒的詩句就
更多，如「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
月。」「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杜甫
寫酒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蘇軾
寫酒則是「休對故人思故國，且將新火試新
茶。詩酒趁年華。」「明月幾時有？把酒問
青天。」李清照則是「昨夜雨疏風驟，濃睡
不消殘酒。」「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
來風急！」柳永則是「今宵酒醒何處？楊柳
岸曉風殘月。」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寫
到「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在古代，
文人借用酒寫盡人生，刻畫出社會百態。

酒能成事。在《三國演義》中，酒的
故事有很多，如「煮酒論英雄」「溫酒斬華

雄」「刮骨療毒」等；又如《水滸傳》中
「武松打虎」事件中，武松憑著「酒壯英雄
膽」的氣概打死老虎。在這些事件中，都是
借酒辦事，酒能成事，酒是正面角色。楚漢
戰爭之時。項羽謀士范增曾設「鴻門宴」意
欲加害劉邦，無奈項羽不聽信范增之計錯失
大好良機。這也是借酒辦事，但事情沒有辦
成。

在現實生活中，酒之所以能成事，是因
為酒的確能拉近人的感情、拉近人與人的距
離。陌生人，喝酒之後酒熟悉了，加之「吃
人嘴短，拿人手短。」求人辦事送兩瓶上等
好酒，請個酒局等，則事就八九不離十能辦
成。

酒能也敗事。傳說李白既是詩仙又是酒
仙，每逢酒後必作詩，並且酒後作詩文思才
湧，詩必成。但成也酒，敗也酒，據說李白
的孩子智商都不高，就是李白「酒後嬰兒」
所造成的。《三國演義》官渡之戰中，袁紹
部將淳於瓊守衛烏巢糧草，淳於瓊喝酒誤
事，被曹操火燒糧倉，成為官渡之戰的轉折
點。而在夷陵之戰之前，張飛也是喝酒之後
鞭打部下，酒後被部下所殺。《三國演義》
中這兩個飲酒誤事的事例在生活中有一定的
代表性，在生產生活中飲酒之後給工作和生
活帶來很大危害，也是嚴查酒後辦公、酒後
駕車的原因。

喝酒見人品。酒在生活中佔據著很高
的地位，與人的生活息息相關的四樣東西 
「酒、色、財、氣」，酒排在了第一位。
酒、色、財、氣指的是酒精、美色、財富和
習氣德行，生活中的這四樣東西又密切相
關，經常相輔相成。我們家鄉的酒文化和風
俗，在酒局中，往往勸酒，經常用來勸酒的
一句名言是「酒品見人品」。意思是性格直
爽的人喝酒不保留，而狡猾的人總是有所保
留，裝腔作勢，與人交往不夠義氣，所以這
句話勸酒非常奏效。「有酒不飲空杯去，洞
口桃花也笑人。」意思是在酒局上不喝酒，
非常可笑、非常遺憾。

無論勸酒還是不勸酒，面對酒的誘惑，
酒是檢驗一個人真實水平的試金石。酒後人
生百態盡出，有的人酒後呼呼大睡，有人酒
後吐真言，有人酒後罵街打架。酒，可謂成
也蕭何敗蕭何。而真正駕馭酒的人，不論酒
量大小，在酒面前不失態、不誤事才是真君
子。

香港仔

奧運讓香港迸發無窮活力
巴黎奧運落下帷幕，結

束為期17天的比賽，中國香
港代表隊在今屆賽事繼續書
寫歷史，取得2 金2 銅的史
上最佳成績：「微笑劍后」
江旻憓後來居上，「劍神」
張家朗精準把握時機「一劍

封喉」定乾坤，何詩蓓打破歐美壟斷的游
泳池，趙顯臻和貝俊龍分別創出香港賽艇
和帆船奧運賽事史上最佳戰績，小將李思
穎成為香港歷來首個完成奧運公路賽的女
選手，張心悅年僅17歲便奪得資格征戰兩個
背泳項目……

羽 毛 球 混 雙 選 手 鄧 俊 文 和 謝 影 雪 的
「鄧謝配」賽場上奮力拚搏，賽後謝影雪
憶述傷患致謝鄧俊文包容，一對好拍檔哭
成淚人；男子體操選手石偉雄由2012年起為
港披甲三戰奧運，多年飽遭手術和傷患困
擾毫無懼色，讓人動容。市民以無比熱情
為港將加油鼓勁，不忘互相提醒為默默付

出的運動員致敬。行政長官李家超、官員
和議員紛紛在百忙之中為港將打氣，全城
上下一心，從巴黎賽場到香港，到處洋溢
着「更快、更高、更強——更團結」的奧
林匹克精神，既反映市民對美好的追求，
也是香港由治及興漸入佳境的生動體現。

香 港 體 育 近 年 不 斷 取 得 佳 績 ， 各 界
不吝對港將的支持讚賞，商場推出各式優
惠與眾同樂。市民除了觀賽加油歡迎外，
亦希望透過不同方式向香港運動員表達支
持，包括關心他們的未來去向，寄望體育
走向產業化，讓運動員退役後有更好的安
身立命之所。巴黎奧運女子個人重劍金牌
得主江旻憓昨日正式於賽馬會履新，以全
新方式回饋社會，見證香港在體育「精英
化」、「普及化」和「盛事化」持續有所
突破。體育不但能成為運動員的終身事
業，可以為年輕人提供新的出路，更能迸
發各種無窮活力，帶領香港踏上更高更新
的台階，令人欣喜。

胡濟衛

江天暮雪橘子洲
「 獨 立 寒 秋 ， 湘 江 北

去，橘子洲頭」， 這是我少
年時期讀毛澤東《沁園春▪
長沙》一詞中的詩句。那種
「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
漫江碧透，百舸爭流」的旖
旎 與 繁 華 ， 那 種 「 鷹 擊 長

空，魚翔淺底」「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的不羈和憂患，那種「到中流擊水，浪遏飛
舟」的堅強與不屈，令人浮想聯翩心嚮往
之。

我曾經兩度到過長沙橘子洲。第一次
去是我從文聯到宣傳部不久的2008年，第二
次是我擔任文旅局辦公室主任兼老體協副秘
書長期間的2020年，但兩次橘洲之行的體驗
和感受略有不同。第一次去是在遊覽完岳麓
書院從愛晚亭下來後，自西向東沿著長沙市
五一大道穿過橘子洲大橋到橘子洲的。第二
次是從井岡山學習考察回來路過長沙直接
到橘子洲的。第一次去時感覺毛澤東巨幅塑
像前的廣場面積很大，沿著沙灘公園遠遠望
去，青年毛澤東的巨幅藝術雕塑、問天台等
景點盡收眼底。站在問天台極目遠眺，江天
一色，煙波浩渺，一望無垠。第二次去的時
候就有一些變化了，橘子洲景區出現了許多
高大的喬木，廣場的面積明顯變小了，想必
是後來種植的樹木擠壓佔去了廣場的空間。
但是，透過車窗的玻璃，仍能夠看到橘子洲
鬱鬱蔥蔥的蒼翠和碧綠。

橘子洲位于湖南省長沙市岳麓區的湘
江中心，四面環水，由南至北，橫貫江心。
站在橘子洲西望岳麓山，遠山如黛，滿目蒼
翠；東眺長沙城，高樓林立，碧空萬里。據
說明清時期瀟湘八景之一的「江天暮雪」就
是這裡。「春來，明光瀲灩，沙鷗點點；秋
至，柚黃橘紅，清香一片；深冬，凌寒剪
冰，江風戲雪」道出了橘子洲在季節輪迴時
的妖嬈和嫵媚。

橘洲以盛產美桔而得名。早在明清時
期，人們就在島上種植柑橘。春天到來的時
候，橘花泛白，蜂飛蝶舞，江水瀲灩，沙鷗
點點；暮秋時節，層林盡染，橙黃橘紅，橘
香四溢。據有關部門調查統計，橘子洲生長
著數千種花草籐蔓植物，其中名貴植物就有
143種。洲上除種植有柑橘數千株外，還有
李子園、板栗園、茶園和枇杷、桃、梨、杏
形成的經濟林，同時還傍生有山楂、彌猴
桃、金櫻子、野葡萄、山海棠等成片的野生
林果。

橘子洲久負盛名。
據長沙舊志記載：橘洲
生成于晉惠帝永興二年
（ 3 0 5 年 ） ， 為 激 流 迴
旋、沙石堆積而成。原有
桔洲、織洲、誓洲、泉洲
四島，至清朝時期僅存
有上洲、中洲、下洲三
島，「望之若帶，實不相
連」。今演變成一串長
島，上為牛頭洲，中為水
路洲，下為傅家洲。湘江
水流平緩，河床寬闊，由
于下游受洞庭湖水頂托，
因而形成綠洲片片。最窄
的地方橫約40米，最寬的
地方橫約140米，綿延十

多里，是湘江下游眾多沖積沙洲中面積最大
的沙洲，被譽為「中國第一洲」。

但真正讓橘子洲名揚天下的，還是因
為當年毛澤東在這裡寫下的《沁園春▪長
沙》這首詩。長沙是毛澤東早年讀書和從事
革命活動的地方。民國二年至七年（1913—
1918年），青年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範學院
就讀，當時的毛澤東為尋找救國救民真理，
經常與同學一起游過湘江，到橘子洲頭開展
各類進步活動。民國十四年（1925年），毛
澤東從廣州回到湖南領導農民運動，寒秋
時節，重遊橘子洲，寫下了《沁園春▪長
沙》，因此，橘子洲才聲名大振。

1923年9月毛澤東從上海、廣州返回長
沙開展工農運動，領導反對湖南省省長趙恆
惕的鬥爭，跟湖南省省長趙恆惕結下了宿
仇。1925年2月，毛澤東帶著妻兒回到韶山
養病。趙恆惕得知毛澤東回老家韶山的消息
後，于8月28日電令湘潭縣團防局逮捕毛澤
東。在趙恆惕追捕下，毛澤東又秘密潛入長
沙，在長沙待了近20天，先後會見了中共湘
區、省工團聯合會、文化書社的負責人。9
月他奉命赴廣州參與國民政府工作和參加國
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離開長沙前夕，
毛澤東重登岳麓山，重遊橘子洲，面對湘江
上美麗動人的自然秋景，聯想起當時的革命
形勢，寫下了這首傳世之作。

站在橘子洲頭問天台前，極目浩浩湯
湯滾滾北去的江水，我們能夠遙想當年32歲
的毛澤東，是怎樣在此思考擘畫中國的未來
「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從他對「糞土
當年萬戶侯」的蔑視與不屑，就能看出其王
者的霸氣。我不禁想起了他當年在前往重慶
與蔣介石談判時，寫下的另一首《沁園春▪
雪》，與《沁園春‧長沙》有著異曲同工之
妙和驚人的相似之處。

兩首詞的開篇都是以景入情，借景抒
情，描寫祖國的山河壯美，下闕則是抒發自
己個人的遠大理想和宏偉抱負。在把秦皇漢
武、唐宗宋祖和成吉思汗等歷代帝王，一番
幾近于奚落的評價後，以「數風流人物，還
看今朝」作為全詩的收筆。

整首詩作黃鐘大呂，氣勢恢宏，這是
何等的氣魄和膽略。這兩首《沁園春》詞作
雖然寫作的年代跨越20年，但同樣都體現了
毛澤東這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矢志改變舊世
界，建立新中國的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浪漫
主義的情懷與抱負。


